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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茹）11 月 23
日，旗委书记奇·达楞太深入德胜泰
大桥防控堵卡点、包茂高速黄河大
桥防控督查点、四季青农贸市场以
及天河明宴城检查我旗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开展情况。政府副旗长黄建
军，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李君以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

在德胜泰大桥防控堵卡点、包
茂高速黄河大桥防控督查点，奇·达
楞太听取了哨卡人员值守、车辆登
记、消毒检查等各项工作汇报，详细

询问了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
要高度重视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严
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认真
做好道路卡点的设置及检查工作，
严防死守，阻击疫情。要明确部门监
管责任，不断加强部门联动，进一步
加大排查力度，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确保疫情不传入我旗。

在四季青农贸市场和天河明
宴城，奇·达楞太详细了解了猪肉产
品的来源、检疫、销售、监管以及餐
厨泔水去向和垃圾处理等情况。奇·

达楞太强调，要严格猪肉市场管理，
做好猪肉及其制品的检验检疫及流
通环节排查工作，切实规范猪肉市
场交易行为，做细做实防控工作和
应急管理。同时要做好餐厨剩余物
的监管和无害化处理，全面禁止泔
水喂猪。

奇·达楞太指出，非洲猪瘟疫
情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
增强紧迫感，全力做好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要严格按照“广排查、早发

现，严调运、强监管，快反应、严处
置”的工作要求，突出“查、管、控”等
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
小落实，确保防控工作有力推进。要
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严明工作纪
律，不断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沟
通协作，形成联防联控的强大合力。
要进一步加强防控宣传，严格落实
经营主体责任，提高养殖、贩运、交
易、屠宰等各环节工作人员的防疫
意识，抓好源头治理，全力打好非洲
猪瘟阻击战。

奇·达楞太检查我旗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树林召镇靴铺窑子村是城乡
结合部的一个村庄，交通条件好，人
均土地少，人多但不富裕。村里种养
殖结构单一，村集体经济薄弱，制约
着村中各项事业的发展。

今年春天，旗税务局张永峰揣
着一本《民情日记》，来到靴铺窑子
村，成为这里的第一书记。今年 57
岁，在税务系统干了半辈子的张永
峰给自己定了位：“发挥余热”。

村委会旁的一处砖厂已经闲
置两年，张永峰看着“沉睡”的资产
觉得可惜，场地、设施设备都有，只
要能稍加修缮，投入启动资金项目
就能运转起来，而且砖厂靠近城区，
背靠庞大的市场，交通便利，前景看
好。

经村两委、村民代表会议商
讨，村里决定启动砖厂。张永峰用
半年的时间与相关部门打交道、办
手续。要想启动水泥制品厂，启动
资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集体经
济几乎为零的靴铺窑子村没有能
力。经多方协调，靴铺窑子村争取
到 40 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张永峰
同时向税务局汇报了开办砖厂的
事，在他的争取下，税务局为砖厂
投入 15 万元帮扶资金。为能让砖
厂更好地管理和经营，最终，村集
体与原砖厂按照 51%和 49%的股份
合作开办砖厂。

今年 9 月 10 日，达拉特旗振
靴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正式生产。该
厂以水泥和沙子为原料，生产环保
砖，现在有工字砖、面包砖、六棱砖
等 6 种型号，可铺地、盖房。今年，砖
厂生产 2 个月，共生产 60 万块砖，
因冬季用量小，已经卖出去 10 万多
块砖，现库存 50 万块。在正常生产
的情况下，砖厂每日可生产 3 万块
砖，一年生产 6 个月，每块砖的利
润 5 分钱，长期经营利润可观。

采访间隙，来村委会办事的人
都要跟张永峰打个招呼，半年多的

时间，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内容和
工作环境，张永峰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张永峰来的时候就对村里的重
点工作有一本账，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人居环境整治……

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
多，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不完善，村里
难以摆脱脏乱差的状况。张永峰想
调动各帮扶单位的力量，改善村中
的设施。他主动联系了包联单位达
拉特旗祥鑫水利有限公司，希望企
业能帮助村里修建垃圾池和公共厕
所，和企业负责人几次通话，因企业
在经营中资金回笼慢，企业也很为
难。张永峰对企业负责人说，我们办
企业挣的是国家和人民的钱，作为
企业回报社会是应该的。在张永峰
的反复工作下，祥鑫水利有限公司

为村里建了 14 个垃圾池、1 处公共
厕所，修了 2 条农田作业路。张永峰
也积极与有关部门对接，帮助企业
回笼资金，得到村民和企业双方的
认可。

冬闲季节，张永峰坐在村委的
办公室却一刻也没闲着。目前砖厂
库存的 50 万块砖肯定不够销售，要
想在明年春天开门红，冬季就得备
料。张永峰又一次把情况向税务局
表明。税务局的领导非常重视，为让
帮扶见成效，税务局计划把靴铺窑
子村扶上马再送一程，从其他支出
中再挤出资金帮扶靴铺窑子村。

“李快圪卜社有 3 万多平
方米的旧学校闲置，近城、条件
好，改造成敬老院的话村集体又
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个想

法写在三年包扶计划里，也在张永
峰工作的日程上。

张永峰的“余热”唤醒村里的
集体经济，也暖在了村民的心里。包
村干部王建军说，张书记非常称职，
一来了就一户一户走访了贫困户，
工作能够沉下来，干了很多实事。村
主任侯振华说：“张书记来发挥的作
用那不是一般，而是特别大，我们是
今年新选上来的村两委，没有经验，
不是因为他砖厂根本启动不了。”贫
困户靳守英到现在对张永峰自掏腰
包给他家安装自来水的事还念念不
忘：“人家是真心实意地帮咱了！”

靴铺窑子村第一书记张永峰：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

改革大潮宛如滔滔黄河，逐浪滔滔一路
向东。40 年前，在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
湾大队，53 岁的村民赵丑女承包了村里的
14 亩旱地，在提心吊胆的劳作中无意间推
开了原伊克昭盟农村改革的大门。

康家湾大队地处丘陵沟壑区，土地贫
瘠、居住分散。当时，实行人民公社大集体的
生产方式，社员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集体
土地上劳作，可是，分到社员手里的口粮只
能勉强度日。

为了填饱家人的肚子，赵丑女想到了就
近承包自己门前的集体土地，一来可以节约
上工时间，二来能通过精耕细作给生产队多
打粮，三来可以增加点收入。

初冬时节一个傍晚，我们一行沿着乡村
小油路，几经打探来到了康家湾村赵丑女的
老家，见到赵丑女儿子陈绿师。他刚从地里
回来，打招呼让我们到家中坐下，便讲述起
40 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革命”。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在学校读书，放
假回来还要帮母亲种地。”40 多年前，康家
湾与全国各地一样，也是实行“大锅饭”生产
方式：农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
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不
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
土地上。

虽然赵丑女家附近就有一片生产队的
耕地，但她每天仍然要来回走 40 多分钟的
山路，先集合，再出工。当时 50 多岁的赵丑
女看不下去这种“光跑路，干不出活儿”的生
产方式，便向队委会提出把离她家近的那片
地让她种，她“每天走路的工夫就可以把那
点儿地给拾掇了”。

那个时候都是大集体，和当时的生产队
长韩子义提出这个想法，韩子义犹豫了：如
果把这点地给她承包，她一家搞承包，会不
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后来和队委会商量，
大家同意让赵丑女搞承包。其实，当初的决
定还不能叫做“承包”，因为生产队只是将那
块地的耕种任务单独交给了赵丑女，收成还
是全部归集体所有，只是她的工分不是按出
工时间计算，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种一亩地
需要多少工时给她打分。但赵丑女却对这块
由自己种的土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我母
亲种地可下辛苦了，起早贪黑侍弄庄稼，像
侍弄自家的儿女一样。”陈绿师回忆说。

1973 年的秋天，康家湾村集体劳动的
土地每亩只收了 500 来斤，而赵丑女耕种的
地粮食亩产却上了 1000 斤，收成翻了一倍，
她一个人向队里上交了 1 万多斤粮食，大白
菜、大蒜的收成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社员的需
要。“秋收后，赵丑女家的人均收入比整个生
产队高出了几倍。但是，在分配劳动所得时，
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议。赵丑女虽然多打下粮
食，仍然参照集体劳动给她记工分，她就明
显吃亏了。队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以
产量定工分’的办法，即以一定的产量给
赵丑女定工分。如果赵丑女第二年还能超
产，就把多余的产量折成工分奖励她。”韩
子义说，后来，此种方式被总结为“以产定

酬”。由产量而不是“出不出工”作为考核方
式，进一步激发了赵丑女的生产热情。

从第二年开始，赵丑女的辛勤劳动有了
回报，她种的 14 亩地收成多，为她折算的工
分多，她最后得到的粮食自然就多了起来。

1976 年，一篇写赵丑女主动“包产到
户”，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报道在《鄂尔多斯
报》发表，引起了轰动。当年，康家湾又率先
开始实行起了“包产到组”，模式便是参照赵
丑女的方式：生产队分成 3 个组，给每个组
定产量，超产部分折算工分，再根据工分分
配粮食。1978 年，当人们争论不休又拿不准
调的时候，康家湾村就率先实施了更彻底的
包产到户。邻村赵家梁，看到康家湾村实行
了包产到户，也尝试着包产到组，一年下来
全社的收入翻了 6 倍多。那年春节，丰收了
的村民们开始挨家走串喝酒庆祝。

回忆往昔，陈绿师和韩子义历历在目，
如数家珍。

沿着农村改革发展的轨迹，陈绿师也享
受到了改革的红利。

“1997 年，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实
施，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由 15 年延长至 30
年。从那时起，我们思想更活了，也更舍得投
入了。”陈绿师说，在“五荒”开发“谁建设、谁
管护、谁受益”的政策激励下，陈绿师家又开
发了 80 多亩水浇地，耕地面积增加到 100
多亩。

2006 年，国家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彻
底从土地包袱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不仅
不用交税了，国家还给我们发粮食直补、粮
种补贴、农机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贴、农业
保险补贴等。现在种地用机械，100 多亩地
从种到收，自己也不用出多少力。”陈绿师笑
着说，近年来，他家陆续购置了拖拉机、播种
机、土豆收获机等机械设备。现在仅靠种地，
陈绿师年纯收入超过 10 多万元。

今年 60 岁的陈绿师继承了母亲勤劳朴
实的美德，每天闲不住，不是在地里刨闹，就
是在地里转悠。从陈绿师的住处到老院子有
1 公里多路程，他时常过去看看 40 多年前
母亲承包的那片土地。今年，他盘算着在那
里建设几个暖棚发展蔬菜种植。

40 年来，改革大潮如同滚滚黄河的波
浪，一浪胜似一浪。从城市到农村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巨变，无数农民成为时代大潮中的
搏风击浪者，成为到达彼岸的胜利者，赵丑
女就是众多佼佼者中的一位。正是赵丑女 40
年前的这一首创精神，使包产到户在鄂尔多
斯大地迅速推行，深刻改变着农牧民的命运
和农村牧区的面貌，推动着农村牧区全面小
康的进程。今天，她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
是，她的胆识、智慧、勤劳和勇气，永远是我
们干事创业的精神财富，是推动农村牧区改
革的不竭动力。（转自《鄂尔多斯日报》）

包产到户第一人
鄂尔多斯日报社“三个一批调研行”报道组记者 刘俊平白洁 宝音刘亚楠

今年，我旗白土梁林场的沙棘喜获
丰收。沙棘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的沙棘果
挂满枝头。

“沙棘长有许多棘刺，果实小，皮薄
容易破，采摘时，要把这样的枝条连枝带
果剪下……”日前，笔者来到白土梁林场
的沙棘采摘现场，林场职工在沙棘林中
忙碌穿梭，采摘沙棘果。

邓胜利今年 70 岁，依旧像个小伙子
一样奔波在田间地头，负责沙棘的种植
与管理。“现在总共种植了 5000 亩，每亩
沙棘果毛收入可达 7500 元，算上林下套
种收入 2500 元，村民们种植沙棘每亩地
可以挣 1 万元 。不仅沙棘果是宝贝，沙棘
叶还能制茶，种植沙棘拓宽了致富路，让
我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邓胜利说。

我旗白土梁林场为了加大营林力

度，带动林下经济的发展，引进了无刺大
果沙棘，该品种具有果大、无刺、高产、营
养价值高、耐寒、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广
的特点。林场已在二道水泉作业区栽植
无刺大果沙棘 7000 亩。

林场通过“农户 + 基地 + 公司”模
式，促使沙棘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科
学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和壮大苗木繁
育、栽植、深加工、科研四大基地发展体
系，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实现种、产、研、销一体化。

白土梁林场场长王双喜告诉笔者：
“栽植沙棘，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防止
水土流失，果实还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
通过发展沙棘产业，可以解决当地一部
分村民的就业，同时也增加了林场职工
及周边农牧民的收入。”

沙里淘金 沙棘丰收采摘忙
通讯员 许丹

本报记者 高玲

张永峰与侯振华在砖厂探讨生产工艺


